
第３９卷第４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作者简介：楼　钧 （１９８４－），女，上海人。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学员十三队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新形势下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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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初级指挥生长干部的培养质量与初级指挥生长干部的培养模式息息相关。文章分
析了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了外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模式特点

及启示，提出了优化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式的构想。

关键词：军事教育；军队院校教育；人才培养；初级指挥生长干部

中图分类号：Ｅ０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３９－０５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ｆｉｃｅｒｉｎＯｕｒＡｒｍ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ＬＯＵＪｕｎ１，ＰＥＩＨａｉｌｉｎ２

（１．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ｆｉｃ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ｏｕｒａｒｍｙ，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ｒｍ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ｉｎｏｕｒａｒ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ｆｉｃｅｒ

　　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先强教。为贯彻习主
席强军目标重大战略思想，落实军委机关关于院

校教育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推进我军院校教育

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培养新形势下 “能打

仗、打胜仗”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尤为重要。本文

旨在通过分析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式发

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借鉴外军经验，以期能够紧

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完

善具有我军特色且符合人才发展规律的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为部队建设的

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作有益的探讨。

　　一、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

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理念相对滞后

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央军委颁发了 《全军院校和

训练机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改革了生长干

部的组训方式，部分本科层次的初级指挥院校实

行 “基础教育合训，专业训练分流” （以下简称

“合训分流”）［１］。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决定，将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分离，进一步推广 “合训分

流”。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至今，确立了我军生

长干部的培养模式主要是 “合训分流”培训模式

和国防生选拔培养。然而，受长期以来的传统育

人理念影响，固有的办学思想尚未改变，任职教

育理念略显滞后。一些培养单位未能及时跟上新

形势下部队任务转型、训练转型的进程，对部队

建设现状不够深入了解；一些院校的优势特色还

处于简单捆绑状态，没有形成系统优势，从而弱

化了指挥军官职业素质的全面锻造，导致一些学

员到部队后，“水土不服”现象频发。部队普遍反

映，毕业学员科学文化基础扎实，头脑灵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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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敏捷，但军政素质还不够过硬，特别是带兵管

理能力匮乏，因缺少实践经验，快速适应岗位的

能力还比较欠缺。

（二）目标定位不够明晰

军队改革已到攻坚阶段，但一些培养单位对

当前我军改革的方针精神领悟得还不够透彻，加

之 “开放办学”的路子目前还未真正走开，缺乏

与部队的深度交流，参加重大军事活动的机会有

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致使其对基层部队指挥员

的素质需求不清楚，因此，对培养目标把握得不

够准确，培养任务不够明晰，影响了初级指挥生

长干部第一任职能力的培养。一些院校对专业技

术生长干部培养模式稍作调整，仅在原基础上增

加了军事教育的相关内容形成的初级指挥生长干

部的培养方案，混淆了指挥生长干部与技术生长

干部的培养区别，忽视了前者成长的特殊培养需

求［２］。基于此生成的培养方案，不仅与实际所需

不相配套，支撑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结构也自然

缺乏科学合理性。

（三）政策制度不够完善

健全完善的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制度，是院校

与部队人员交流、学员训用一致以及院校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保证。尽管近年来，中央军

委、机关、军种 （战区）和各院校制订或修订了

有关军事教育、教学的相关法规制度，为依法治

校、依法治教、依法治学提供了重要遵循和依据。

长期以来，我军都是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

育条例》作为 “军校教育的基本法”［３］，专门的军

事教育法、教师法、教官法等有待建立或完善。

“军校教育法规覆盖范围过窄”、“没有形成系统的

体系结构”［４］等现状使得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教学实践

中，存在临时性的教学计划、应急性的教学任务、

随意性的教学内容等情况。日常管理中，因缺乏

“对症”的制度保障，导致缺乏科学高效的管理模

式，难以培养学员的自主管理能力。没有详尽的

规范明文规定，使得逐渐兴起的院校与部队衔接

式联教联训开展不力。这些现象，无不深刻影响

着院校育人模式的优化。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

军重大方略的实施，军事教育的法制化是一个必

然的趋势，健全完善军队院校教育规章制度，特

别是关于初级指挥生长干部的培养等，是深化军

队院校教育改革、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力

度的重要落脚点。

　　二、外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模式

特点及启示

（一）外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模式的特点

１．注重德育教育和思想塑造
美军培养初级指挥军官一贯重视通才教育，

突出全面发展。以西点军校为例，西点很重视对

学员思想品德、意志、情感的培养与塑造，校园

内设有４座教堂，编配有随军牧师，可为学员提供
咨询帮助。西点的规章制度繁多且具体，但学校

要求每位学员必须做到烂熟于心。西点还注重通

过讨论以往发生的违纪违规典型案例，使学员深

刻体会纪律的重要性。由荣誉准则、荣誉制度和

学员荣誉委员会构成的西点独有的荣誉体系，在

塑造学员的道德品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西点注重熏陶式教育，如走廊文化、墙上文化、

广场文化等，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使学员在耳

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军人责任荣誉和使命，

增强了环境育人的效果。

２．利用地方院校资源实施军地联合培养
美国设立在地方院校中的后备军官训练团

（ＲＯＴＣ，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ｒｏｐｓ），是其
培养军官的又一重要渠道。地方高校的青年学生

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接受军事训练，以确保达到军

官任命的要求。据统计，２０１０年经后备军官训练
团培养的陆军军官占３８５％，海军陆战队军官为
１８％，海军军官占１６７％，空军则为３８１％［５］。

隶属美国国防部的现役军官中有３０％来自后备军
官训练团的毕业学员。美军利用地方院校教学师

资力量的优势，实施军地联合育人，每年不仅可

以节约经费，还能提高军官的科学文化水平。这

一点与英军相似。英军院校也是推崇与地方高校

合作，既能保持军队院校的特色，同时还最大化

地利用了地方名校的优势资源。如，布里塔尼亚

皇家海军军官学院就与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海洋

研究学院联合办学，在军事院校完成军官任职前

的岗位培训，毕业后去部队任职，也可到地方大

学，攻读感兴趣的课程。

３．课程设置灵活覆盖面广且应用性和实践操
作性强

美国军官学校的课程设置紧跟各军兵种的要

求，形式多样，覆盖专业广泛，包括工程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职业军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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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训练等，内容虽然分散，但非常灵活，易

于操作。学员可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专业，每个专

业的课程都包含必不可少的核心课程。军官学校

的课程总量都超过４０门，且其核心课程占课程总
量的比重最低为６０％，最高达７７％，超过美国普
通高校，包括一流大学［６］。如此设计，旨在为学

员提供全面均衡的通识教育，而非狭窄的专业基

础教育。课程还强调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每一个科目都更加注重向学员传授获取知识的途

径和思考的方法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７］。

（二）对我军院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１．必须把培养 “能打胜仗”的军事人才作为

价值取向，确保贴近部队、贴近实战

未来信息化战争中，高素质人才与高技术装

备的有机结合程度决定了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只

有掌握高精尖专业本领的指挥人才，才能掌控好

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打赢未来战争。西方国家

该层次人才的教育基本都达到了本科以上水平，

基础知识扎实，指挥能力强。而我军该层次人才

培养起点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

习主席指出，当前我军改革要按照调整优化结

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关系比例、压缩

数量规模的要求，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转变，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

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就是

我军要坚持高标准来培养初级指挥生长干部的

根本原因，因为该层次群体的素质高低直接决

定了未来战争中的我军胜算概率，是打赢未来

战争的关键。

２．必须将军事职业教育培塑贯穿培养全过程，
夯实生长军官教育的精武特色

外军普遍将军事职业教育作为军队保持战斗

力、提高训练质量以及促进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美军甚至将院校教育、任职培训、自学等作

为军事职业教育的三大支柱［８］。初级指挥生长干

部是我军指挥军官的重要来源，而军事专业于初

级指挥军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施军事基础教

育和专业教育，正是遵循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

只有筑牢军事基础教育，才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

基础，加强军事素质教育，提高初级指挥生长干

部第一任职的适应能力，充分挖掘其后续发展

潜力。

３．必须确保军队院校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与
地方高等教育并举发展，建立 “精英式”培养

链路

结合外军办学实践可以看出，开放的育人模

式远比封闭的教育模式有优势，它不仅有利于发

挥军地院校各自的优势，高效运作，节约教育成

本，从更大的范围中去选拔、培养高素质人才。

军事教育离不开，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民教育

体系之外。国民教育的支撑和补充，紧密关系着

军事教育的繁荣发展。新形势下的军队改革，走

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我们在培养军地通用的专

业性人才时可以考虑借力地方高校，军校在担负

军事性较强或者具有核心军事意义的人才培养工

作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既能发挥军地

院校各自的优势，减少不必要的投入。

　　三、优化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

培养模式的构想

　　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以强军目标为统领，以
培养胜任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为根

本，以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为抓手，着力优化

结构，调整职能，强化统筹，固强补弱，构建符

合时代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新型院校体系，建

立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

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一）加强思想疏导，构建多元化德育体系

军校管理离不开思想疏导与德育养成，二者

紧密联系且相互促进。如西点军校在管理中，就

十分注重学员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信念教育。我

军院校管理教育工作也要继承发扬我军思想政治

工作的优长：一是始终贯穿爱国主义、历史传统、

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教育，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教育塑造学员；二是坚持教育经常性，打牢

学员接受管理、服从管理、加强自我管理以及责

任大于一切、荣誉重于一切、国家高于一切的思

想基础；三是采取多元化形式，将思想教育寓于

校园文化建设中，使学员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军人

荣誉，塑造其职业精神。

（二）一切从实战出发，重塑初级指挥人才培

养体系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涉及院校建设发展的总路

线图，决定院校类型结构，关乎人才培养全局。

优化我军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式，首先要从

实战出发，以此为标准，向战场聚焦，向部队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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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要扭住联合教育主干线，把住培养路径基准

线，构建生长军官精英式培训，军事职业教育

“一线贯通”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专业化培养为主线，以

职务晋升培训为支撑，建立多阶段培养链路。初

级指挥培训阶段，由学历教育院校实施，重点培

养指挥生长军官联合意识。要遵循联合作战指挥

人才由普及到专业、由分散到聚合、由军种到联

合的成长规律，推进联合作战指挥军官的专业化

培养，切实做到联合指挥专业培训与职务晋升培

训相剥离。

（三）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最大化发挥国民教

育优势

以地方高等教育为依托，按照抓住重点、放

开一般、军民融合、以军为主的发展思路，集中

全军优质教育资源，按军种重点建设精英式生长

军官院校，从源头上精心培育和打造职业军官队

伍的中坚和骨干，树立军事人才培养的样板和标

杆。夯实生长军官教育的精武特色，将军事职业

素质养成、军人意志品质锤炼、牺牲奉献精神培

塑贯穿培训全过程，解决生长军官培养 “水土不

服”问题。

国民教育方面，要梳理总结近年国防生选拔

培养的经验教训，在办学质量较高的地方大学进

一步强化预备军官训练，参照军队院校职业军官

培养标准，实行全方位、全过程跟踪培养，确保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军官质量。同时，还可借

鉴俄罗斯等国以荣誉军人、烈士和伤残军人后代

为对象，举办少年军校的有益经验，在全国范围

内重点建设一批少年军校，为生长军官培养提供

优质生源。

（四）强化学历教育院校功能解决 “水土不

服”的问题

习主席在视察某军校时曾指出，要关注 “新

毕业学员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要将相关的训练基地并入学历教

育院校，实行文化基础知识教育与任职岗位素质

能力培养并行发展。增强院校的自身功能，参照

西点军校的培训方式，将 “４＋１”合训分流模式
调整为 “４＋Ｘ”连贯模式，在基础教育学制不变
的情况下，分阶段地将岗位任职的军事技能和军

人意志品质锤炼、献身国防事业精神培养等教育

内容不间断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使学员的文化

基础知识和岗位任职技能平衡发展，使 “打基础”

和 “强岗位”双丰收，从根本上解决 “水土不服”

的老大难问题。

（五）科学合理划分学科专业及其配置

根据院校类型和培训任务，可明确区分军队

院校的学科专业。如计算机、信息技术、自动化

等，主要在学历教育院校；如战略学、战役学、指

挥学和军事训练学等，主要在任职教育院校；如勤

务保障、武器装备维修与操作等，主要在技术院校

和士官学校，有的还可依托地方院校。另外，就指

挥军官任职培训而言，学科专业的层次性指向性更

加明确，高级指挥培训以战略筹划和战役指挥为主，

中级指挥培训以军种战役和合同指挥为主，初级指

挥培训以兵种专业和战术指挥为主。

（六）建立权威的学员领导力评价机制

西点军校运用 “学员领导培养体系”来协调

综合课程、教学活动和各种资源，从而形成一个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各种力量与各项内容相互渗

透、互相衔接、完整配套的管理体系。我军院校

向来注重学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及评价，形成的一

整套评价体系也多为关注学员的整体发展，对于

学员领导力的专项培养很多院校缺乏专门的对应

培养机制，多依赖学员在任职履历中逐步养成。

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关于学员领导力

培养的专项评价体系，以此作为学员领导力培养

的重要依据和指导，充分挖掘培养具备领导潜质

的军事人才。急需制定符合我军人才发展客观规

律的领导力评价标准，只有制定了科学的评价标

准，才能为我们拟制学员领导力培养目标、方案、

规范提供根本依据，才能客观反映出评价对象的

实际水平。据此开展科学评估，才能确保评价结

果真实可靠。

（七）切实增强荣誉制与淘汰制的执行力

我军院校已建立起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有关实

施办法，特别是近年来，军委机关还陆续出台了

《军队院校学员淘汰实施办法》、《军队院校淘汰学

员安置办法》等相关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

度体系。但整体来看，效果尚不尽人意，奖励制

度方面还存在轮流坐庄、火线应急等情况；淘汰

制度方面则存在人情关系、姑息迁就等现象。鉴

于此，需要端正思想，消除认识误区，建立健全

系统的且真正行之有效的考评制度，完善相应的

配套制度。同时拓展多元化奖励方式，除了设立

奖学金制度，还可以增加外出见习、国际交流学

习的机会，让奖励成为校园争先创优文化的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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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器。履行淘汰制方面，需要加强督导，不仅

要确保在实施过程中不打折扣，监管上还应引入

问责制，同时，依据２００５年颁发的 《军队院校淘

汰学员安置办法》，继续细化其内涵及实施办法，

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减缓制度执行中的阻力。

综上，优化我军院校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培养模

式，一定要以习近平主席 “强军目标”的战略思想

为统揽，以军委总部关于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军队

院校优先发展的战略规划为依据，以培养高素质联

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为重点的军事

人才方阵为目标，紧贴军队信息化建设实际和履行

使命任务需要，遵循现代军事教育基本规律，把优

化的重点放在适应军队人才需求、优化院校类型结

构、调整任职院校布局、精简合并同质院校、整合

优质教育资源上，构建数量规模适当、布局结构

合理、培训体系完善、质量效益显著和具有精英

教育特色的指挥生长干部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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